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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般气象站自动站月报表预审经验谈
罗利民，陈庆庆，杨必军
（镇坪县气象局，陕西镇坪７２５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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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整体审核
先分别格检审核Ａ文件和Ｊ文件，将审核单

的疑误信息形成Ｅｘｃｅｌ表格或Ｈｔｍｌ文档，并打
印，先大致了解疑误信息。由于Ｊ文件本来就要与
Ａ文件正点值校验，因此当出现自动气象站每小时
正点数据与该正点时的分钟数据不一致时，一般情
况下，维持原记录；若对前后记录分析，确认正点
数据有误可用正点时的分钟数据代替，确认正点时
的分钟数据有误可用正点值代替。Ｊ文件疑误信息
中的降水信息一定要正确处理，Ｊ文件的处理和缺

测的分钟数据都要在Ａ文件中备注。
后局部审核

结合Ａ文件、Ｊ文件、观测簿和自记记录，对
审核单疑误信息对应的气象要素作出正确判断或
进一步分析。
２１云

（１）审核逐日各定时观测总低云量记录是否
合理，与云状、云码是否相符。

表１所列情况不但定时观测输入云状没有错
误提示，而且格检审核Ａ文件也没有疑误信息。

表总低云量记录顺序有误格检审核Ａ文件没有提示
云量 云状（格检审核Ａ文件前） 格检审核Ａ文件后 正确云序
１０̄燉５ＣｕｃｏｎｇＣｉｄｅｎｓＣｕｈｕｍＦｃ 没有疑误信息提示 ＣｉｄｅｎｓＣｕｃｏｎｇＣｕｈｕｍＦｃ
１０̄燉５ ＣｉｄｅｎｓＳｃｔｒａ 没有疑误信息提示 ＳｃｔｒａＣｉｄｅｎｓ

（２）审核云状演变规律是否合理，与天气现
象的记录是否相符。

例如，某日１４时记录：云量９燉９，云状Ｓｃｔｒａ，
天气现象雷暴１２：１８—１３：３１，阵雨１２：３８—
１３：３６。

可以看出，１４时云状记录有误，云的观测时
间为１３：４５，对流云不可能消散得如此之快而演
变成大气层结比较稳定的层积云，但格检审核Ａ
文件没有疑误信息。

（３）审核逐日各定时云状是否正确，可利用
日照记录判断，无云或Ｃｓ不能无日照。

例如，黑龙江省东宁县气象局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２６日１４时记录：能见度１５０ｋｍ；云量１０燉０；云

状Ｃｓｎｅｂｕ；当日日照迹线１３—１４时日照时数为
００ｈ，１４—１５时日照时数为０９ｈ。

格检审核Ａ文件后疑误信息提示：无云状或
者云状为高云，但没有日照时数。由于１４时能见
度为１５０ｋｍ，大气透明度良好，是否１４时云状
记录有误？

我国规定［１－２］：日照采用真太阳时，其余项目
采用北京时，所以日照纸上感光迹线对应的时间
不一定与某次观测云状的时间对应，需要换算。地
方时＝北京时＋（测站经度－１２０°）×４（′）燉每
经度，而真太阳时＝地方时＋时差，真太阳时与
平均太阳时的差称为时差，时差可从天文年历中
查得。由于东宁气象局位于１３１°０８′Ｅ，因此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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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时＝１３：４５＋（１３１°０８′－１２０°）×４（′）燉
每经度≈１４：２９。从天文年历中查得１０月２６日
的时差为＋１６ｍｉｎ１ｓ，约等于１６ｍｉｎ。因此当日
的真太阳时应为１４：４５。由于格检审核Ａ文件时，
ＯＳＳＭＯ没有进行北京时与真太阳时换算，因此
在２６日１４时提示云状燉日照时数要素有疑误。从
上面可以判断，当日１４时云状的记录是合理的。
２２能见度

（１）审核视程障碍现象与能见度是否配合。例
如，观测时现在天气现象编报连续性大雪，有效
能见度应＜０５ｋｍ。

（２）是否漏记最小能见度。当有沙尘暴、雾、
雪暴、浮尘、吹雪、烟、霾，能见度＜１０ｋｍ时，
都应观测和记录最小能见度。
２３天气现象

（１）根据云、能见度、气压、气温、湿度、降
水、风等要素，审查各种天气现象的记载、产生
与消失是否合理。例如，打开Ｊ文件降水分钟数
据，查看降水起止时间是否与观测记录的降水时
间对应，或查看雨量自记纸降水的起止时间是否
与观测记录的降水时间对应。审核天气现象的转
换或出现是否合理。

（２）审查逐日天气现象的记载方法是否符合
规定，天气现象的记录是否合理，有无习惯性的
误差。例如，可以先有露，后有霜，由露冻结而
成的冰珠，也记为霜，但融化的霜不能记露；秋
初夜间连续多个小时湿度很大、风很小，可能会
漏记露；在冬初夜间连续多小时湿度很大、风很
小，可能会漏记霜。

（３）根据自记降水迹线的起止时间变化和强
度变化，查看夜间雨、阵雨的记录是否正确。

（４）当最大冰雹的最大直径大于１０ｍｍ时，
应同时测量冰雹的最大平均重量，以克（ｇ）为单
位，取整数，均记入纪要栏。
２４本站气压、气温、水汽压、相对湿度、露点
温度、风向风速

当格检Ａ（Ｊ）文件时发现本站气压、气温、水
汽压、相对湿度、露点温度、风向风速这些要素
异常或反常时，可参照Ｊ文件分钟数据、定时观测
记录、自记纸记录综合判断该值是否正确。

２５降水量
（１）审查人工观测降水量与自动站降水量记

录是否有矛盾，如发现１０ｍｍ以上降水误差超过
±４％应查明原因。

（２）审查降水现象的记录与降水量是否相符。
（３）审查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３］开始日期

及量。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开始日期及量仅
在月末最后一日输入，输入内容应根据上月末最
后一日降水量是否≥０１ｍｍ确定。若上月末最
后一日降水量≥０１ｍｍ，则输入上月最后一次连
续降水的开始日期；若上月末最后一日降水量＜
０１ｍｍ，则输入上月最后一次连续无降水的开始
日期。上月末连续降水量是指上月末最后一日降
水量≥０１ｍｍ时，最后一次连续降水期间的累
积量；若上月末最后一日降水量＜０１ｍｍ，则该
项不必输入。
２６雪深

（１）审查雪深的补测是否符合规范，补测雪
深是否在备注栏注明。

（２）审查积雪深度变化。例如在冬季无降雪、
吹雪、雪暴等天气现象时，雪深增加是不合理的。

（３）审查降雪量与雪深的关系。降雪量是雪
融化成等量水的深度，积雪深度指降雪厚度。
２７蒸发量

（１）逐日检查蒸发量，寻找偏大、偏小的数
据，并且查明原因。

（２）有强降水时，从小型蒸发器取出的水量，
是否及时记入观测簿备注栏，并且加在该日的
“余量”中。
２８地温、雪温、草温

（１）着重审查各深度、各时次地温的日变化
规律，一般随着深度的增加，地温变化越趋于缓
慢和滞后，如有反常、不连续或突变，应分析原
因。

（２）地温传感器被雪覆盖，必须在备注中注
明。

（３）按规定［１］，观测场地要保持草层均匀（不
长草的地区例外），草高不超过２０ｃｍ，但对于草
温燉雪温的观测区域草株高度有特殊规定，当草株
高度超过１０ｃｍ时，应修剪草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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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气象服务产品自动制作与发布系统
王云，万红卫，戴喜红，毕旭

（榆林市气象局，陕西榆林７１９０００）
摘要：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气象指标对公众生活和行业生产的影响，建立指标判别方法和指数
预报方程，利用计算机编程技术，使其程序化。实现制作常规天气预报的同时，自动生成各种专
业气象服务产品，并实时发布到ＷＥＢ服务器。系统等值线自动绘制功能，灾害性天气防御措施数
据库使得服务产品图文并茂、内容丰富。
关键词：气象服务；指标判别；指数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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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榆林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建设不
断推进，榆林经济社会发展快速，专业气象服务
用户不断拓展。传统的气象服务内容、服务手段
和服务时效已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通过两年多
的调查研究，分析气象指标对社会公众生活和企
业生产影响，利用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和计算机
软件技术，开发出专业气象服务自动制作与发布
系统。
功能介绍

系统包含天气预报、公众生活指数预报、行
业生产指数预报、服务产品图形自动制作子系统
和灾害性天气防御措施数据库。天气预报子系统
可以调用各种气象资料，制作天气预报；公众生

活指数预报子系统包括着衣指数预报模块、紫外
线指数预报模块、洗车指数预报模块、晨练指数
预报模块等；行业生产指数预报系统包括建筑行
业指数预报模块、交通运输指数预报模块、电力
调度指数预报模块、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模块和能
化企业检修指数预报模块等。每个指数预报模块
通过温度、降水和风速风向等气象要素指标判别
后，代入指数预报方程，形成指数预报产品，以
模板的形式自动发布到ＷＥＢ服务器。服务产品
图形自动制作子系统可以根据需求自动制作雨
量、温度等要素的等值线图。遇有灾害性天气，调
用灾害性天气防御措施数据库的相应防御措施，
丰富服务产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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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纪要栏
根据规范的规定逐条检查有无错、漏或不当

之处。
２１０本月天气气候概况、备注栏

（１）根据规范的规定内容，逐项检查有无遗
漏，备注要完整。

（２）审查因降水影响蒸发量时，是否备注。仪
器换型等要备注。

（３）本月天气气候概况的月平均温度应为４
次平均。气候概况和备注栏中文字和标点符号一

律用全角符号，数字用半角符号。

参考文献：

［１］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Ｍ］北京：气
象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８８

［２］谭海涛，王贞龄，余品伦，等地面气象观测
［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１９８６：８－３３７

［３］中国气象局网络监测司地面气象测报业务系统
软件操作手册［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５
－８５

４４ 陕西气象 ２００９（１）


